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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!欧盟低碳话语权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影响及中

国对策研究"#项目批准号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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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的阶段性成果&

欧盟气候话语权建构

及对中国的借鉴"

柳思思

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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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!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涉及了气候政治因素!但对当前

兴起的气候话语权争夺态势的研究还远远不足!集中于系统解析

欧盟气候话语权建构机制的成果更是缺少"在国际气候话语权

争夺战中!欧盟凭借其先发优势!通过气候话语的语篇叙述(句式

选择(概念创新构建了欧盟在气候领域的话语权力!值得各国学

者进行深入研究"本文分为三个部分!第一部分解析冷战后欧美

在国际气候话语权领域的博弈态势#第二部分结合相关理论解读

欧盟气候话语权的建构机制#第三部分是谈对中国的借鉴意义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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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
A(

年代!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委员会"成立及)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

公约*制定标志着!气候政治"成为国际关系热点话题&这些热点话题分为!减缓"

与!适应"两类'!减缓"是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'!适应"的目标则涉及经济+生态

*)



柳思思$欧盟气候话语权建构及对中国的借鉴

和社会领域&欧盟根据这两类气候热点话题'制定并推广了大量国际气候话语规

则'如!

'

摄氏度警戒线"!排放权交易体系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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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"!碳关

税"!低碳经济"等'欧盟的这些话语规则现已成为全球科学界+新闻界+学术界乃

至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主流话语&

作为)京都议定书*的领导者'欧盟引领了整个!京都进程"的谈判进程'为具体

的谈判方案出谋划策'且在美国放弃)京都议定书*后仍然成功推动众多发达国家

与发展中国家实施)京都议定书*-欧盟在
'())

年的!德班世界气候大会"上'因倡

导并推动了!德班路线图"'再度体现其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领导者风范&

'()F

年
))

月
)'

月'欧盟成员国成功举办了!巴黎世界气候大会"并顺利推动了)巴黎气候协

定*的达成'证明其在国际气候领域的号召力依然强劲&

一"冷战后欧美在国际气候话语权领域的博弈态势

气候问题背后体现的是权力角逐'国际气候谈判的实质是话语权的争夺&行

为体的话语权是发言权与规则制定权'是其在某领域内影响力的集中体现&

! 行

为体在气候领域的话语权表现为其在世界气候大会+全球气候规则制定+减排+碳

交易+碳关税等领域的发言权+主导权和解读权&!话语"与!权力"往往有相互影

响+相互制约的关系'行为体在国际气候话语领域的你争我夺'本质上是一场气候

领域软硬权力的激烈交锋&冷战后的气候议题成为国际话语权的角斗场'建立对

己有利的全球气候话语规则和制度成为权力的重要来源&各主要谈判代表自

)AAF

年!德国柏林世界气候大会"开始'在历次世界气候大会会前与会中围绕气候

问题'开展言辞犀利的话语权之争'各国新闻媒体也纷纷以头版头条竞相报道抢占

先机&

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气候领域的话语权之争引人关注'尤其体现在欧盟与美

国的国际气候话语规则的争夺战中&欧美气候话语权之争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$

第一'欧美在减排标准+减排基准年设定问题上针锋相对&欧盟一贯倡导绝对量化

减排'且坚持以
)AA(

年为基准年'认为没有具体减排目标和时间表的气候协议是

过于软弱和不可接受的&

"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相关研究'欧盟要保持其在国际气

候话语权的主导地位'就必须保证欧盟实现更高的量化减排目标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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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'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承诺减排
Bc

#

)AA(

年基准年%'是所有国际行为体中比例最

高的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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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进入后京都气候谈判时期'欧盟为了继续保持其在国际气候领域

的领导地位和影响'

'((F

年
'

月欧盟委员会发布!赢得应对气候变化斗争胜利"磋

商文件'提出欧盟后京都时代继续关注量化减排的议题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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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G

月'欧洲理事会

通过决议'正式确立中长期气候政策的!

'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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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标"'即
'('(

年承诺温室气体

排放总量在
)AA(

年基础上减少
'(c

'能源效率提高
'(c

'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

中的占比达到
'(c

&

" 全球排放总量应在
'('(

年达到峰值'到
'(F(

年减少为

)AA(

年的
F(c

&

#

美国主张的是另一种减排方案'以单位碳强度#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

排放量%而非欧盟倡导的绝对减排量为标准'且坚持以
'((F

年为基准年&美国在

'(

世纪
A(

年代国际气候谈判之初就表现出明显排斥量化减排的倾向'

)AAI

年的

京都会议上'由于不满欧盟提议的发达国家应在
'()(

年前单独或联合减排温室气

体
)Fc

的方案'最终致使美国放弃)京都议定书*且开始设计另外一套减排方案&

小布什提出的减排
)Bc

目标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减排方案'前提条件是美国只有在

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低于
'c

的情况下才需!绝对减排"'而在过去
)(

年中'美国

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
G>*Gc

'所以该项减排标准形同虚设&

$ 欧盟提出

发达国家于
'('(

年前在
)AA(

年水平上减排温室气体'美国则表示坚决反对&美

国提议减排基准年为
'((F

年'美国公布的
'('(

年减排目标
)Ic

就是以
'((F

年为

基础计算的'如果以
)AA(

年为基础计算'则美国的减排目标仅为
*c

'远低于欧盟

的同期标准&

第二'欧美在碳市场问题上再度交锋&欧盟提倡应该建立统一的碳市场'美国

则主张建立地方层面的碳市场&欧盟的!排放权交易"是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体

系&欧盟的目标是建立大规模+市场化+一体化的碳排放交易市场'核心是碳排放

权和碳排放额度的量化与可交易-相较之下'美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主要是区域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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